
行业点评 
2020 年 04 月 02 日 

 

 

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免责条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证券研究报告 

 

强于大市（维持） 

证券分析师 
 

 
张亚婕 
 

投资咨询资格编号:S1060517110001 

电话 021-20661934 

邮箱 ZHANGYAJIE976@PINGAN.COM.CN 

 
 

 
研究助理 

   李晴阳 
 

一般证券从业资格编号:S1060118030009 

邮箱 LIQINGYANG876@PINGAN.COM.CN 

 
 
 

 

 

请通过合法途径获取本公司研究报

告，如经由未经许可的渠道获得研究

报告，请慎重使用并注意阅读研究报

告尾页的声明内容 

 保险 

补缺口、助保障，长期医疗险费率放开 

事项： 

4月2日，银保监会发布《关于长期医疗保险产品费率调整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，引入费

率调整机制，为长期医疗险发展解决制度障碍，有利于长期健康保障需求进一步释放。 

平安观点: 

 政策出台背景：医疗险需求旺盛，但短期医疗险不可保证续保、长期医疗险缺位。

截至 2019年，健康险原保费收入 7066亿元(YoY+30%)、医疗险原保费收入 2442

亿元(YoY+32%)，医疗险增速高于健康险、且在健康险总保费中占比达 35%。主

要险企 2019 年理赔报告显示，医疗险赔付件数平均占比高达 75%、赔付金额平

均占比高达 40%，是最集中体现消费者需求的险种。一方面，长期医疗险缺位（从

期限来看，绝大部分医疗险为 1 年期业务，预计长期医疗险占比不到 30%）；另

一方面，短期医疗险“保证续保”取消，超过投保年龄限制、最新健康状况不符

合要求的“高风险人群”的长期健康保障需求迟迟得不到满足。 

 政策主要内容：明确费率可调的长期医疗险范围和费率调整基本要求。1）产品

设计限制：要求自然费率定价、产品保险期间超过 1 年或保险期间虽不超过 1 年

但含有保证续保条款。其中，自然费率定价主要系近年来医疗费用增长、诊疗水

平提升，定价时较难把握全病种、全生命周期的发病率。2）费率调整的基本要

求——限制调整间隔、不可调整情形、不可差别化调整：首次费率调整时间不早

于产品上市销售之日起满 3 年，每次费率调整间隔不得短于 1 年；险企可以对不

同组别的被保险人确定不同的费率调整幅度，但不得因单个被保险人身体状况的

差异实行差别化费率调整政策。并明确要求以下情况不得上浮费率——上年度该

产品赔付率低于 85%、且低于行业费率可调的长期医疗保险产品平均赔付率

10pct 及以上，上年度该产品发生群访群诉纠纷；切实保护消费者利益。 

 政策影响：大健康险政策红利再加码，险企医疗险赔付有望得到控制。2019 年

末起健康险政策红利不断——《健康保险管理办法》首次将医疗意外险纳入范围，

并明确长期医疗保险费率可调整；《关于规范短期健康保险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再次规范短期健康险不得含有“连续投保”、“自动续保”、“承

诺续保”、“终身限额”等，通知下发前已经备案销售的短期健康险产品 6 月 1 日

前停止销售；《关于促进社会服务领域商业保险发展的意见》提出“力争 2025 年

健康险市场规模超过 2 万亿”；《关于深化医疗改革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》要求加

快发展商业健康险，丰富健康险产品供给。该通知与此前健康险政策一脉相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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细化《健康保险管理办法》有关长期医疗险费率可调的有关内容，将有利于丰富商业健康险产品供

给、满足消费者长期健康保障需求；费率的动态调整也将助力险企进一步控制疾病恶化风险、大大

减轻赔付支出的压力。 

 商业健康险展望：占比不高、空间较大。目前商业健康险赔付支出占医疗卫生支出的比重仅约 5%，

叠加人口老龄化加剧，中青年养老、育儿成本高昂，未来健康险需求将更大。可比口径下，截至 2017

年，我国健康险保费 4000 亿元，健康险密度仅 42 美元（相当于美国 1970 年之前的水平，不足美

国当前的 1/10）、深度仅 0.48%（相当于美国 1955 年左右的水平，约为美国当前的 1/2）。从密度来

看，假设人口保持在 14 亿、未来健康险密度可达到美国当前水平的一半（也即 250 美元），我国健

康险保费收入也可达 3500 亿美元，约逾 2 万亿人民币，则健康险尚有 3 倍于当前的空间。截至 2019

年末，我国健康险原保费收入 7066 亿元，若 2025 年 2 万亿目标达成，则需年复合增速近 20%（2019

年增速为 30%）。 

 投资建议：新单保费短期波动不改承保周期向上的趋势，疫情短期影响代理人线下展业，预计上市

险企一季度新单保费和新业务价值或将两位数负增长（除国寿外），但疫情也对消费者形成再教育。

政策春风与需求释放的共振之下，保障险有望实现长期加速修复。 

 风险提示： 

1）海外疫情发展超预期、权益市场大幅波动，信用风险集中暴露。 

2）代理人脱落超预期，新单保费增速不及预期。 

3）利率持续下行风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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